
江阴高新区：踏准节拍，“小块头”上演三级跳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0942.html 

江阴高新区：踏准节拍，“小块头”上演三级跳

 总投资超50亿元项目1个、总投资超30亿元项目5个⋯⋯今年以来，不断有高端产业项目“落子”江阴高新区。其中
，总投资200亿元的联动天翼新能源电池及系统项目近日开工建设，成为江阴近年来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旗舰型
项目、最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型项目。

 作为设立在县级市的国家级高新区，江阴高新区所辖面积不过53平方公里。然而，就是这片“弹丸之地”，不仅每
平方米的产出率在全国遥遥领先，更是诞生了数量众多的“中国第一”——中国规模最大的优质特钢产业基地、国内
最大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和芯片基地、世界上最大的输送带用钢丝绳生产基地、最大的桥梁缆索生产基地、全球最大
的笔记本电脑主板电路板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EPS生产工厂、全球最大的麦芽加工基地⋯⋯

 跨江联动 趟出转型升级新路

 与江阴人打过交道的人，大多有这样一种说法，“他们头脑精明，做事说一不二，常常能够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

 这，正是江阴人身上的一种文化特质。作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和现代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之一，江阴自带浓浓的工商
和创新基因。自1992年成立以来，江阴高新区先后实现了从江阴经开区到省级经开区、从省级经开区到国家级高新区
、从国家级高新区到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三级跳”。2017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50亿元，增长10.2
%；完成进出口总额65亿美元，增长21.3%；到位注册外资6.0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其实，江阴高新区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随着产业的快速集聚，产业发展与土地资源、环境容量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高新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问题。

 对此，江阴高新区实施了“跨江联动”战略，成功开发了靖江工业园区和临港经济开发区，从高新区梯度转移10多
家重点骨干企业过去。而这，也为此后高新区实施的“腾笼换鸟”计划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尤其近10年来，我们进入了以科技创新为标志的转型发展新时期，一方面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瞄准国际前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物联网、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先发优势。”江阴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志军说。

 事实上，江阴没有高校，也没有大院大所，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非易事。

 怎么干？赵志军说：“我们在出台产业转型政策，鼓励本土企业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重点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先
后建成高新技术创业园、创智产业园、信息软件园、生物医药孵化园、生物医药加速器、智能制造加速器等研发平台
，引入一大批国内外科研院所，加大科技型重大重点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出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
品，形成了产业的新形态。”

 从一家手摇麻绳的小厂一步步成长为行业巨擘的法尔胜公司正是江阴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国外先进技术再创新，并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目前该公司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斜拉索和悬索主缆PPWS索股生
产技术，申请专利近20项。公司承担的国家重点科技子项目“智能缆索开发”，不仅取得了领先国际的研究成果，还
成功应用于港珠澳大桥、湖北荆岳长江公路大桥、江苏京杭运河泗阳大桥等，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特大桥梁健康情
况实时监控难题。

 贴心扶企 集聚优质创新资源

 “你这个项目要孵化几年？”

 “3年？好，我们就陪你走3年！”

 顾铭至今依然还记得，她第一次来到江阴高新区介绍自己的创业项目时的情形。6年前，从瑞典回国的她，在考察
了多个城市后，最终选择在江阴高新区创办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公司。

 运行资金紧张，是每个初创企业几乎都会遇到的“痛点”。6年来，贝瑞森不仅享受到厂房、创新创业扶持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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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还先后获得了300万元、3000万元的政府政策性风投资金，以及江阴高新区为其提供的从项目融资到科研
项目、人才引进申报等方面的服务。

 在江阴高新区强有力的扶持下，2014年10月，贝瑞森就获得全球第一张贻贝黏蛋白医用产品注册证，当年即实现销
售1000万元。目前，贝瑞森已形成6大系列22个产品。其中，抗炎药品研发中心启动了5个新药研发，并申请了5个国
际PCT专利。今年4月，又投资近5000万元，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设立了中瑞生物医药海外孵化器。10月，贝瑞森与
塞缪森教授合作研发的抗过敏性鼻炎新药，正式获批进入临床试验，同时取得了国家主管机构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

 扶上马，再送一程。在江阴高新区，类似贝瑞森这样的创业成功企业不胜枚举，而它们也正是江阴高新区坚持营造
环境、助力创新的一个个缩影。

 近年来，江阴高新区加快集聚创新资源，先后引进海外人才、科技领军人才200多位，先后建成园区“双创载体”
近150万平方米，建成国家级载体4家、省级载体20多家，形成了推进科技企业实现研发孵化—科技加速—产业化的完
整成长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江阴高新区在转型中还改变了以往的招商机制，变招商为选商，围绕产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特钢及金
属制品、微电子集成电路、现代中药和生物医药、机械智能制造等四大特色主导产业，出台《产业项目准入评审实施
办法》，提高项目准入门槛，优化项目评审流程。

 江阴高新区特钢新材料及金属制品产业、微电子集成电路产业、生物医药、医疗产业等创新型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到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0%以上。

 全链服务 校准高质量发展方向

 “线下一个服务中心、八大服务窗口；线上一个门户网站、六大功能平台。”不久前，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江
阴高新区建设促进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依托科技咨询、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等12大类164家专业服务机构，这个新成立的创新创业一站式服务
平台正努力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无条件、不打折”的“店小二”服务。

 “开启‘高’‘新’发展新征程，我们需要进一步校准发展路径。”在江阴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陈兴华看来，未来高新区的评价导向将更加注重发展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效益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突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创新创业生态的营造，“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瞄准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江阴高新区陆续打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先后出台了产业强区20条、科技
创新30条、人才激励20条和促进服务业发展等系列惠企政策，给予顶尖人才团队最高1亿元项目资金扶持并设立1000
万元的自主评定项目资金。此外，还结合申报政策解读、科技小分队宣传等形式，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帮助企业答疑
解惑，进一步加大对人才的引进、使用和留住力度。

 “我们还在积极组建金属新材料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规划建设科创载体，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
军企业、高成长性科技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打造具有高新区特色的‘科技创新走廊’。目标建成全流程的企业扶
持体系、全覆盖的科技金融体系、全方位的人才服务体系、全链条的双创孵化体系、全要素的双创服务平台，为创新
创业者提供优质高效、快速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让高新区真正成为创新高地、创业热土。”江阴高新区科技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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